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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智

张淑智教授是我
佼经济学系政治经济
学专业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方向的硕士生导
师、我校研究生部的
主任。 他是我国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卓
有成效的学者， 现还
担任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规律系统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等财经院
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副会
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发
展促进会副理事长、 上海机械学院顾问教
授、江西财经学院兼职教授、上海财贸管理
干部学院的客座教授。

张淑智教授192?年出生于山东荣城，
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进入

上海。 在华东财经学校工作期间， 他受许涤
新、姚耐等经济学家的薰陶， 系统地学习、
研究政治经济学。1951年他由组织送到中
国人民大学学习， 后转入中央高等教育部研
究生班， 毕业后回上海财经学院任教， 讲授
政治经济学。 在这期间，张溆智教授在教学
实践中， 不断丰富和加深了自己的理论功
底， 并由助教升为讲师。1958年上海成立
社会科学院， 他先后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
室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学术秘书组和农业
经济研究组的负责人。 期间， 他结合我
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问题， 先后在«文汇报》、 ＜＜新闻日
报＞）、 «财经研究＞）、«学术月刊＞）等报刊
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宣传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经济理论， 井诣谊强调了经济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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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关系等问题。
1979年， 上海财经学院复校， 张淑智教

授调回学校主持筹建经济学系，1980年， 他
就任复校后的第一任系主任。 针对 “文革”

期间财经教育事业被搁浅、多年青黄不接的
局面， 他重点抓了教材的编写， 先后总纂
或主编了6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及教学大纲、
学习指导等参巷书， 其中由他总纂集体编
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被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召开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讨论会列
为参考教材之 一 ，由他主编的财政部统编教
材＜＜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自1986
年出版以来连续多次再版， 销售量达15万册
之多， 受到广大教师和读者的欢迎。 该教材
在观点与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 闸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分析资本主
义的历史趋势， 揭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的客观必然性。 而且该教材还突出了商品经
济理论， 充实了与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理论
部分， 从商品经济的形成原因到商品经济运
行的共同规律和机制作了进一 步的概括， 使
之不仅适用千分析私有制商品经济， 而且适
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 尤其在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
通、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等章作了扩展， 从
而便于学生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正确理
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和政策。由他参
加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自1985年出版以后，已被许多院校选为教材，
原书1987年的修订本作为财政部统编教材也
多次再版， 至今已发行约7万余册。 此外，
他还编写了全国会计师专业知识岗位培训使
用的«政治经济学»电视教材， 并制作了教
学录象， 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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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87年以来， 张淑智教授主持我校研究
生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 ， 他与其他教师一

起致力千我校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为了培养
出 一 批品学兼优的高级专门人才， 研究生部
对研究生从严要求， 规范了各种管理制度，

并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以保证研究生的
培养质量。在学术研究上，张淑智教授乐千
为研究生铺路搭桥。 在他的倡导下 ， 1987年
我校研究生创办了«财经研究生＞＞杂志 ， 并
开展了 一 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 ， 许多博士
生、硕上生已在国内外杂忐上发表了一批具
有相当水平的论文，从而使我校研究生备受
社会欢迎。在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张淑智
教授还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如何在师资、科
研型研究生培养的同时 ， 加强应用型研究生
的培养。］989年我校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培养
应用类研究生的试点单位，张教授同有关系
及研究生部老师一 起研究制定了培养方案。

我校第一 批应用类硕士生现已进入挂职实习
和撰写论文的阶段。这批硕士生入学前大多
是本单位的中层以上干部， 具有较丰富的实
践经验。实践表明，他们经过经济理论和专业
知识上的进一 步培养熏陶，大大提高了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研究生边学边把
知识用于本单位工作， 并已取得了良好的实
际效果。此外， 经国家教委批准 ， 我校是全
国9所工商管理硕士(MBA)试点高校之
一。张教授为此率团赴美考察，并做了大
蜇的试点的准备工作。

“双肩 “ 挑的张淑智教授从不因行政工
作而丢弃科研与教学。为了把因行政事务而
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他常常在别人休息之时
加班工作， 尤其可贵的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
实践的发展，他从不固步自封，墨守成规， 总
是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 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
勇敢地进行理论探索。1980年以来他（或与他
人合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 《学
术月刊〉 入 《财经研究》、《上海经济研究＞）、
<＜社会科学＞＞ （上润）等报刊上发表了约

40篇论文， 主要的有飞：发挥市场作用必须
利用竞争》 、 ＜＜企业自留资金的经济性
质汃«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们
相互关系的特征＞＞、＜＜经济杠杆与经济体
制» 、 «对处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关系的
一点看法＞＞ 、 ＜＜关于实行间接控制的几个问
题）＞、＜＜论国家所有制的内部存在形态及现
实选择＞）、＜＜关于价值规律与宏观经济调控
的几个问题＞＞、＜＜论公有制商品经济的产权
关系和运行机制＞＞等。张教授认为在社会主
义经济中企业之间的利益差别是商品经济存
在的根本原因， 而利益具有一 致性的公有制
企业又是解决私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冲突、相
矛盾的必然选择，这就决定了公有制与商品
经济的并行不悖， 也决定了计划与市场相结
合是经济调控的必然选择。他指出 ， 商品经
济社会决定了价值规律是所有经济规律运动
的核心， 因此， 调控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煦
主要运用间接调控的手段， 主要的形式是指
导性计划，主要的手段是经济杠杆，只要经济

沈杠杆的使用决策权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 ， 并
能按价值规律的要求运转， 则企业的产权可
以明晰，自主权就能得到落实，即在国家保持
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使企业真正行使资产
存量的占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和对资产增
量的相对所有权，从而使单一 集中的国家产
权变为国家与企业的双重产权。张教授的部
分观点正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他与李石泉
教授合作的（（经济杠杆与经济体制〉〉一文， 获
上海市经济学会1979一1985年度特级奖、上
海市社联的优秀论文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学术成果奖。有的成果还被评为财政
部和上海财经大学优秀论文和优秀教材奖。

多年的理论研究使张教授功千内而形于
外，他给博士生 、 硕士生所授的＜＜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专题》 一 课生动活泼， 宫有启发
性，内容不断更新 ， 资料翔实，信息量丰富 。

他从事理论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多读
（下转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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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负倩经营和）润半高低是负侦经心风I呤大小的基础。 经营利润本能真正反映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的优劣、 创利能力的大小和经济效益的高低。 经营利润率是负侦经营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也是企业用税前利润或税后利润来归还侦款的基础。 这要求我们做到： 第一， 科学地

～ 预测和正确确定经营利润率及其发展趋势是负债经营成败的关键。 把经营利润率确定在确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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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水平上， 不可定得过高， 把负债经营理想化， 会加大风险。 对经营利润率与其定得高

些， 还不如定得低些， 使负债经营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第二， 要把借到的资金用到预定的

项目上， 保证经营效益好的经营或投资项H如期实现。第-:， 千方百计实现负侦经营预期利

润率和利润欴。

负债比、 利息率、经忤利祸卒这．三个因素的变化及其不同组合， 影响和制约着负侦经营

风险及其程度。 这有以下三种情况需注恙： 第 一， 经营利剖率大于利息率是负债经营的前

提。 负债比愈大， 自有资金利润率愈高，标准差也愈大， 风险就愈大。为减轻负债经营风险，

须对重度负债和高度负侦十分谨慎， 不可轻易选定。 第二， 在经营利润率等于利息率的复杂

情况下， 总的原则是不能负债。 只有在不负侦便难以维持企业生存时， 淌可进行轻度、 短

期负债。 这是特例。 第三， 经营利润率小于利息率时， 即飞＜i, 在 X-－ di== 0以前， 自有

资金利润率随负债比的增大面相应减少。 此时， 负侦经营实属饮鸠止渴， ，计极大的风险。 当

X-di = 0以后， 负侦经营对企业来说是蚀本经营。

总之， 负债经营既有利可图， 又有风险要负， 负侦经营必须权衡利弊， 趋利防险。 只有

适度负债， 才可能成功经营。 现代的企业经营， 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外资金是企业融资、 兴

旺发展的必经之路。 不求进取， 不求最佳的经济效益， 因循守旧，墨守成现， 是落后的、保守

的经岱战略， 必须坚决摒弃。 同时， 负侦经营又有风险， 负侦愈重， 风险愈大。 所以． 不顾

负债利息率高低， 不计企业负侦承受能力， 不考虑偿还能力， 盲目高额、 重度负侦， 是难以

使负债经营成功奏效的。 负侦经营必须适度， 只有在充分科学地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市场

状况的前提下， 在企业承受能力的限度内， 适度负侦以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才是成功的负

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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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多掌握实际资料， 积累知识， 片拓思

路， 有所发现面写；第二是对已发现的问灿

深入钻研， 直到能作出符合实际、经得起推

敲的答案为止。 由千这两点， 使他在课堂上

谈问题 “透” 而 “ 深” 。他认为，目前我国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尚不成熟， 许多董大间

题需要深入研究。 因此， 他要求学生对每 一

个问题要进行思考分析， 即使是已成定论的

东西， 也要从理论的新角度、 实践的新悄况

思考探索。1986年张教授应邀到日本大阪市

立大学短期讲学时， 以其剖析沉刻的讲觥、

应付自如的答询， 羸得[ H本词钉的好评。

作为 一 名教师， 张教授教书有人， 以其

高度的责任心、 坚定如 一 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 满腔热忧地关注青年一 代的健康成长。

他认为， 一个教师的身体力行， 往往比空洞

说教更只说服力。 因此， 他总是从逍德上、

学识上、 工作上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 从而

嬴得了同行的信赖和学生的尊敬。1991

年， 张教授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田 文 陆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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